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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，總會有一位甚至更多的學習夥伴在
側，也許是朋友、老師又或是「谷歌大神」。古人言：「獨學而
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」，意思是獨自學習，沒有朋友互相切磋解
難，人便無法對生活技能，或是學科知識，甚至立身處世之道有
透徹的掌握，無論在深度及廣度上均有所局限。可在這個科技和
資訊發達的年代，其實獨自學習也能增廣見聞。

在二十一世紀，交通的便利能使我們見多識廣。古時候，中
國的知識局限於一國之內，人們坐井觀天，認為中國是世上唯一
存在的國家，西方的文化、見解難以流入中國。由於交通問題，
中國民眾無法親歷其境，只好局限地討論無關痛癢的議題，傳播
知識的效果甚微。可到了現代，海陸空的交通工具四通八達，大
部分的人都能通過飛機、船隻、鐵路通往不同地方，認識和體驗
別國風土人情，以及當地人的生活方式。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
路」，親身感受異國風情，哪怕沒有友人陪同，也不會孤陋寡聞，
甚至能增廣見聞，例如「背包客」在旅程結束後更覺人生閱歷豐
富，見識也更為廣博。

也許有人不喜歡前往陌生的地方獨自遊覽探索，但其實有一
個既快捷又方便的方法可以使人們在生活技能或立身處世方面大
有裨益。相信手機、平板、電腦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
只要我們在這些電子設備上按幾下，林林總總的資料就會映入眼
簾，不需要與別人交換意見。先說生活技能方面，在臉書、微
博、嗶哩嗶哩等社交平台中，不時有家庭主婦分享收納心得、烹
飪方式等，不少媽媽也十分喜愛觀看這些片段以學習生活技能。
再說立身處世方面，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同的上載者分享時間管理
技巧、如何與人溝通等的影片，我們能隨時隨地向他們學習，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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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而不為呢？可見，獨自學習，過濾資訊，善用網上資源，也能
令自己有所增益。古時的人要與朋友互相切磋解難，是由於當時
科技不發達，不能在平台上搜尋不同方面的知識，以致想要獲得
別人的意見，唯一途徑是跟朋友交流。因此，如今科技發達，沒
有朋友也能見多識廣。

有人說：「有朋友才能互相議論，才能從多角度地分析事
物。」對此我不敢苟同。人工智能科技越趨成熟，不少公司近年
來不斷開發強大的人工智能，ChatGPT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。它
能根據輸入的問題自動生成答案，更厲害的是可以用人類自然對
話的方式來互動、反駁觀點。此外，當向它提出問題時，它能夠
歸納網絡成千上萬則資料，包括不同國家的評論，這不就是多角
度分析事物嗎？所以，獨學時人工智能可以作為我們的朋友，討
論不同議題，讓我們足不出戶也能拓寬知識面。

總括而言，良好的學習夥伴並不只局限於朋友，其實在現今
社會，外遊、社交平台及人工智能也能頂替朋友的功能，使我們
對生活技能、學科知識，或是立身處世方面皆有所裨益。因此，
獨學而無友，未必孤陋寡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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